
深圳市福田区公共文化体育发展中心

区公共文体中心关于《关于探索建设“新型
公共文化空间”》的意见

尊敬的人大代表：

《关于探索建设“新型文化空间”的建议》收悉。我中心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相关要求，结合中心

实际情况，不断创新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方式，提升公共文化服务

供给水平。经研究，结合中心职责落实情况如下：

根据文游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发布的《关于推动公

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和文旅部印发的《“十四五”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多项政策都将着力构筑公共文化新

型空间作为新时期公共文化建设的重点任务之一。随着我国加快

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发展，公共文化服务保障也越来越

被重视，成为市民群众的基本民生服务保障之一，是体现城市“软

实力”的重要依据。

一、探索“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的背景意义

经过近年的不断探索与实践，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已初具规

模，城市中已经衍生出各类新型公共空间，延伸了公共文化服务

的链条。打造“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在传播城市精神，促进文

旅产业发展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主要背景意义如下：

1.“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概念符合城市文化发展战略。大部



分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具备“小而精”的空间优势，并拥有相对较

好的地理优势，新型文化空间的探索和整合，能有效推动物业资

源整合与利用（包括企业、政府），促进城市文化产业的发展与

升级。

2.探索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更好的满足市民文化需求。福田区

位于深圳市中心，人均公共文化设施面积达 0.3944 平方米，远

高于《广东省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实施标准（2015—2020 年）》

中“人均公共文化设施面积”不少于 0.12 平方米的要求，格外

重视人民文化权益的保障。城市公共文化空间与城市居民日常生

活出现了多层次的供需关系，而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的探索，为人

民提供了更多文化体验的可能性。

3.福田区公共文化空间存在弊端需探讨解决。福田区已有大

量的公共文化空间，但存在公共文化空间选址不均，部分公共文

化空间存在位置相对偏僻，人流度不够等各种问题。

4.重新构建公共文化空间难度较大、实施性较低。福田区作

为全面建成的城区，公共空间现状及现有公共空间需合理利用，

逐步改造。因为构建全新的公共文化空间需要的周期长、人力物

力财力耗费大，启动难度大，所以寻找探索、改造再生城市新型

文化空间便十分有必要。

二、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问题规避

借鉴美国纽约第五大道、美国达拉斯中央公园区、美国明尼

苏达州市中心-城市艺术 CityArt 等经验，结合辖区经济社会发

展规划，总结出国内城市公共文化空间项目需要规避的普遍问



题：

1.主题特色不鲜明。公共文化空间在进行定位规划和运营管

理时，并未明确自身特色主题。在空间的建设及内容规划上，均

缺少使受众产生印象及粘度的品牌特色。

2.空间利用可提升。空间功能规划与实际使用存在矛盾，公

共文化空间的表达不仅要注重空间内涵的赋予，还要注重空间属

性的有效实现。

3.市民参与不积极。公共文化空间运营规划及内容设置不合

理，无法匹配各人群需求，受众与空间传递信息未能产生交互，

导致空间出现使用频率低，互动性较差等问题。

4.运营管理受限制。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已全面进入使用维护

阶段，随着空间的运营发展，已有运营中项目出现了过度管理和

完全无管理等问题，并在此阶段涌现出大量隶属于公共空间范畴

却权属不明或缺乏管理资金的空间。

三、目前开展的公共文化空间实践工作

福田作为深圳的中心城区，一直以来都注重于城市公共文化

空间的探索改造。近年来，福田区持续发力，将公共文化服务触

角着重转向违建回收、城市领养等新兴板块，从馆内到馆外、从

线下到线上，不断探索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全方位地引导全面参

与空间建设，将原有的单向建设转为双向互动，使公共文化空间

成为市民日常学习中必不可少的文化阵地，打造了全新的“福田

名片”。

1.设立各类主题馆。福田区设立各类主题文化馆，推动政府



与社会化力量的双赢合作。诸如黄梅戏主题馆，便是由我中心与

深圳辰龙黄梅戏文化公司共建，每年举办至少 10 场公益免费黄

梅戏活动，并在场地、演出、活动等多方面进行合作。不仅鼓励

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也弥补现有文化场馆场地不

足的现状，探索出了独具特色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

2.打造核心文化阵地。建立区文化馆总馆，积极联动街道、

社会组织，形成区文化馆总分馆推广链条，并在此基础上成立福

田区公共文化研学基地，开展“托起梦想”公益课堂，跳脱出原

有的单一的公共文化空间，打造福田区文化服务“主阵地”。

3.开展福[＋]计划活动。福田区启动了福[＋]计划，并将之

列入区政府“一榜三令”重点工作。希望在福田中心区范围内，

利用城市公园、广场、空中连廊等公共空间，通过政府与社会组

织、企业、艺术家个人等合作，以及城市策展、城市“领养”、

公共文化艺术活动等方式，让深圳市民的日常生活和城市的物理

空间紧密联合，打造真正符合市民需求的城市地标性公共艺术场

域。拟于 8 月 20 日举办的城市美学论坛，便是以“福+”计划为

基础，汇聚美学精英力量，通过组建城市美学专家委员会，探讨

深圳城市建设美学发展之路，以此激发市民对城市美学文化的参

与感与认同感，营造深圳个性化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美学氛围。

4.合理安排剧场公共文化空间的统筹与规划。一是场馆开放

使用，受疫情影响，中心各场馆剧场实际使用 26 天。其中，戏

剧主题馆剧场预留 120 天，实际使用 18 天；音乐主题馆剧场预

留 55 天，实际使用 8 天；非遗主题馆剧场预留 17 天，实际使用



0 天。各剧场进场观众约 4072 人次，其中，戏剧主题馆 3506 人

次、音乐主题馆 566 人次。二是为近百个社团提供馆内服务达

1264 小时，并初步制定《区公共文体中心“4+4+2”主题馆统筹

方案》（初稿）。

5.开展各类公共文化服务活动。一是各主题馆举办音乐、舞

蹈、戏剧类常态活动 46 场，受益超 3.2 万人次。举办各类线上

线下文艺活动 51 场，其中，节日大道新春展演、福田迎春花灯

展、青年文化节、星空音乐会、午间音乐会、“遇见”系列公园

音乐会等活动 43 场，累计受众约 3003 万人次。二是围绕节庆工

作开展“靓”三八活动线上手工课、五一致“你”系列活动、母

亲节系列活动、端午系列活动、七一系列活动达 30 场，惠及

223.44 万人次。

此后，我们将继续对标国际一流和国内范例，完善中心城区

推动公共文化空间创新发展的策略建议，并加大实践力度，从理

念、功能、服务等方面入手，更新营造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盘活

区域公共文化资源，不断探索新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主体和方

式，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满足人民对美好新生活的向往。

区公共文化体育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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